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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验设计中试水槽装置，模拟研究 ２ 种沉水植物轮叶黑藻（Ｈｙｄｒｉｌｌａ ｎ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和苦草（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对农村

水体的净化效果，并探讨沉水植物在水体氮、磷去除中的作用． 结果显示，沉水植物系统均能显著降低水体中总氮、铵态

氮、硝态氮和磷酸盐浓度，去除率分别达到 ５０．５％ 、８４．４％ 、４１．９％和 ６４．６％ ，且轮叶黑藻组选择 ２０ ｇ ／ ｍ２，苦草组选择 ４０ ｇ ／ ｍ２

为适种密度． 水体流经各串联单元时氮、磷去除负荷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总氮、硝态氮、磷酸盐浓度在有植物单元高于无

植物单元，铵态氮浓度相反，结合单元内溶解氧浓度、硝化与反硝化细菌总数表明，有植物单元可显著发生反硝化作用，
无植物单元可显著发生硝化作用，有无植物串联单元更有利于氮的去除．
关键词： 沉水植物水槽；有植物区；无植物区；氮；磷；农村水体；轮叶黑藻；苦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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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农村水体污染危害认识的逐渐提高，农村诸多源头控制及过程排水的处理技术［１］

等逐渐开展起来，并收到一定的治理效果． 目前，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普遍排放标准不高，水体中仍含有较高

的氮、磷等营养盐物质，导致地表水体的富营养化． 因此，需要一种近自然的深度处理技术，以进一步降低尾

水营养物质，达到改善水体的要求．

∗

∗∗

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２０１２ＢＡＪ２１Ｂ０７）资助． ２０１５ ０９ ０１ 收稿；２０１５ １２ ０２ 收修改稿． 赵建成

（１９８８～ ），男，硕士研究生；Ｅ⁃ｍａｉｌ：４７６６７５６８７＠ ｑｑ．ｃｏｍ．
通信作者；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ｙａｎｇ＠ ｓｃｉｅｓ．ｏｒｇ．



赵建成等：沉水植物水槽对农村水体净化效果与机制的模拟 １２７５　

沉水植物是一种根、茎、叶全部位于水层下面营固着生活的大型水生植物，是水生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

分，作为水生生态系统的生产者，在生长过程中可通过直接吸收或间接作用显著降低水体中的氮、磷营养盐

浓度，并释放出氧气，同时分泌化感物质抑制藻类的生长，对水体环境起到净化作用［２⁃３］ ． 目前，利用沉水植

物净化水体氮、磷具有高效、低消耗且环境安全等优点，越来越受到该领域的广泛重视和研究［４⁃５］ ． 雷泽湘

等［６］运用苦草等大型沉水植物围隔实验可显著降低太湖梅梁湾的湖水营养盐浓度，吴娟等［７］ 利用静态模拟

实验研究表明，轮叶黑藻的生长能显著降低水体的氮、磷水平． 国内外开展沉水植物净化水体水质实验多为

静态小试或围隔实验［８⁃９］ ，但自然状态下水体是不断流动． 目前，对沉水植物修复动态水研究报道较少［１０］ ，
尤其是对水体中沉水植物植物区和无植物区动态流动中的研究更是鲜有报道［１１］ ．

本文以尾水的氮、磷营养盐为净化对象，设计沉水植物有植物单元和无植物单元串联净化系统，了解沉

水植物系统不同单元的净化效果，并探讨系统中有无植物单元串联设计对水体氮、磷营养盐去除的影响，以
期为沉水植物系统净化农村水体提供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实验所用的沉水植物轮叶黑藻（Ｈｙｄｒｉｌｌ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和苦草（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均采集于广州野外采集．
植物经实验条件下驯养适应 １５ ｄ 后，选择叶芽根茎齐全、性状统一且含 １５～１８ ｃｍ 健壮顶枝的轮叶黑藻和高

度为 １５～２０ ｃｍ 的苦草幼苗进行实验，２ 种植物均采用扦插法栽种，栽种配置见表 １．
１．２ 实验设计

１．２．１ 水槽设计　 实验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至 ７ 月 １０ 日在广州暨南大学温室内的水槽中进行．实验水槽共计

２ 组，每组水槽面积约为 ３．４ ｍ２，由 ６ 个尺寸为 ７５ ｃｍ×７５ ｃｍ×６５ ｃｍ 的单元构成，分为轮叶黑藻组（Ｈ１～Ｈ６）
和苦草组（Ｖ１～Ｖ６）（图 １），其中轮叶黑藻组无植物单元为 Ｈ１、Ｈ３、Ｈ５，有植物单元为 Ｈ２、Ｈ４、Ｈ６；苦草组相

同． 每组水槽通过水体在无植物单元上端进水，下端出水，在有植物单元下端进水，上端出水垂直方向呈对

角的连续流动方式，使 ６ 个单元形成了无植物区和有植物区循环串联的水槽装置．

图 １ 布水和装置设计流程图

Ｆｉｇ．１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ｔ

１．２．２ 实验底泥及水体设计　 实验水槽底部放置厚度为 ８～１２ ｃｍ 的土壤（采自氮、磷营养盐含量相对较低的

广州火炉山山体土壤），其中土壤背景值总氮（ＴＮ）含量为 ０．３５±０．０４ ｇ ／ ｋｇ，总磷（ＴＰ）含量为 ０．１４±０．０１ ｇ ／ ｋｇ．



１２７６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６）

实验用水参考 Ｗｉｅｎβｅｒ 等［１２］污水配置方法，选择适宜稀释梯度液用于模拟农村池塘污水水体 ＴＮ 浓度为

４．５±１．４ ｍｇ ／ Ｌ，ＴＰ 浓度为 ０．４±０．１ ｍｇ ／ Ｌ（进水氮、磷离子浓度见表 ２）． 实验每天进水 １００ Ｌ，进水流量为 １０
Ｌ ／ ｈ，每天 １０ ｈ．
１．２．３ 水温和光照条件　 实验期间水体温度范围为 ２０．９～２８．３℃，各单元水温差异小于 ２℃；温室阴天和晴天

光照范围为 ３４７０～９８６９０ ｌｘ．
１．３ 取样与分析方法

１．３．１ 水质分析　 实验开始时测定水质初始值，之后每隔 ５ ｄ 采集进水和 １２ 个单元出水口附近水样，现场测定

水温、ｐＨ 值、溶解氧（ＤＯ）浓度（ＹＳＩ⁃Ｐｌｕｓ，ＵＳ），实验室测定总氮（ＴＮ）、硝态氮（ＮＯ－
３ ⁃Ｎ）、铵态氮（ＮＨ＋

４ ⁃Ｎ）、叶绿

素 ａ（Ｃｈｌ．ａ）和磷酸盐（ＰＯ３－
４ ⁃Ｐ）浓度等指标，共采集水样 ２４ 次． 采样及水质分析方法参照文献［１３］．

１．３．２ 植物测定　 沉水植物生长情况于实验初期和实验末期时分别测定，每次现场测定 ６ 个有植物单元内植

物鲜重、株高及分蘖数． 且在每个植物单元里选择 ３ 兜代表性植株用纯水冲洗干净称量鲜重，６０℃烘干至恒

重，计算含水率，并将植物磨碎过 １００ 目筛，测定植物体内的全氮和全磷含量［１４］ ．
１．３．３ 微生物测定　 实验采用最大可能计数（Ｍｏｓｔ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ＭＰＮ）法测定水体、底泥及植物表面硝化细

菌与反硝化细菌总数． 水样采集利用无菌 １００ ｍｌ 白色广口塑料瓶在每个单元中水体中层（约水下 ０．３ ｍ）处取

得 １２ 个样品；底泥采集完装入盛有 １００ ｍｌ 无菌水的三角瓶中，置于摇床上振荡 ３０ ｍｉｎ，制成均匀悬浊液 １２ 个

样品；植物单元内取植物样鲜重（各个部位）２０ ｇ，用 １００ ｍｌ 无菌水洗脱植物根、茎、叶表面微生物 ６ 个样品．
１．４ 数据及统计分析

１．４．１ 相对生长速率　 选用相对生长速率（ＲＧＲ）比较不同植物的生长速率，公式为：
ＲＧＲ＝（ｌｎＷ２－ｌｎＷ１） ／ ｔ （１）

式中，Ｗ２为第 ２ 次测定的植物干重（ｇ）；Ｗ１为第 １ 次测定的植物干重（ｇ）；ｔ 为 ２ 次测定的时间间隔（ｄ）．
１．４．２ 细菌总数　 查 ＭＰＮ 表，计算水样、底泥附着和植物附着微生物的细菌总数［１５］ ． 底泥与植物附着微生物

单位为 ｋｇ－１；比较水样细菌总数时，视 １ Ｌ 为 １ ｋｇ，单位为 Ｌ－１ ．
１．４．３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使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软件，统计分析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其中 Ｐ＜０．０５ 为差异显著，
Ｐ＜０．０１ 为差异极显著，实验数据采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２ 实验与分析

２．１ 轮叶黑藻和苦草生长特性

轮叶黑藻和苦草栽种初期，生长状况良好． 轮叶黑藻为枝条分蘖，分蘖数由初始 １ 条变为 ６．５ ～ １２．３ 条，
无分株现象，逐步形成一个顶冠蓬散、底部稀少（株数不变）的植物群落；苦草分蘖数由 ５．６～７．３ 条增至 ８．３～
１０．３ 条，分株由 ２０～２８ 棵增至 ５２～ ６９ 棵，平均增加株数 １３３．１％ ，形成底部覆盖较多的“草坪型”生长模块

（表 １）． 从生长特性上看，轮叶黑藻对光照竞争压力更大，过量的顶端枝叶使植物中、下层难以透过光照，造
成植物光合作用受阻，影响其生长．

表 １ 各净水单元沉水植物的生长特性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ｉｎ ｕｎｉｔｓ

沉水
植物

区域

３ 月 １０ 日 ７ 月 １０ 日

盖度 ／
％

鲜重 ／
（ｇ ／ ｍ２）

株数 分蘖数
盖度 ／

％
鲜重 ／
（ｇ ／ ｍ２）

株数 分蘖数

相对生长

速率 ／ ｄ－１

轮叶 Ｈ２ ５０ ７２ １６ １ １００ １２９１ １６ ６．５ ０．０２４
黑藻组 Ｈ４ ２５ ４０ １２ １ １００ ９５５ １２ ８．９ ０．０２６

Ｈ６ １５ ２０ ６ １．７ ９０ ７８５ ６ １２．３ ０．０３０
苦草组 Ｖ２ ５０ ７２ ２８ ５．６ ７５ ３０１ ６９ ８．３ ０．０１３

Ｖ４ ２５ ４０ ２８ ６．０ ８５ ３８７ ５４ １０．３ ０．０１９
Ｖ６ １５ ２０ ２０ ７．３ ６５ １７１ ５２ ７．６ ０．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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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结束时，各个单元沉水植物生物量均显著大于实验初期（Ｐ＜０．０１），轮叶黑藻组 Ｈ２、Ｈ４ 和 Ｈ６ 单元

生物量增长倍数分别为 １６．９、２２．９ 和 ３８．３ 倍，苦草组 Ｖ２、Ｖ４ 和 Ｖ６ 单元生物量增长倍数分别为 ３．２、８．７ 和

７．６ 倍． 通过对比各单元内沉水植物的相对生长速率（ＲＧＲ），轮叶黑藻组 Ｈ６ 单元生长最快（０．０３０ ｄ－１），显著

高于 Ｈ２ 和 Ｈ４ 单元（Ｐ＜０．０５）；苦草组 Ｖ４ 单元生长最快（０．０１９ ｄ－１），显著高于其他单元（Ｐ＜０．０５），原因可能

是 Ｈ２、Ｈ４ 和 Ｖ２ 单元植物生长的限制因子为植物过密，导致植物生长空间和光照受限，而过密的植物生物

量会影响植物生长． 结果显示，本实验中轮叶黑藻选择 ２０ ｇ ／ ｍ２，苦草选择 ４０ ｇ ／ ｍ２可作为适种密度，结合植

物生长特性和相对生长速率等因素，适时收割才能保证植物持续旺盛生长．
２．２ 进、出水水质特征

随着实验的运行，沉水植物系统对水体中的 ＴＮ、ＮＯ－
３ ⁃Ｎ、ＮＨ＋

４ ⁃Ｎ 和 ＰＯ３－
４ ⁃Ｐ 浓度有明显的去除效果

（Ｐ＜０．０１），轮叶黑藻组单元各水质参数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 ５２．１％ 、３８．７％ 、８７．５％ 和 ６６．９％ ，苦草组分别为

４８．９％ 、４５．１％ 、８１．３％和 ６２．３％ ． 其中 ２ 组沉水植物对水体中各参数净化效果略有不同，轮叶黑藻组对 ＴＮ、
ＮＨ＋

４ ⁃Ｎ、ＰＯ３－
４ ⁃Ｐ 的处理效果高于苦草组，对 ＮＯ－

３ ⁃Ｎ 的处理效果低于苦草组，但 ２ 组出水水质参数并无显著性

差异，且 ２ 组各水质参数间表现出相似的去除趋势．

表 ２ 实验水槽进水与出水水质比较∗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ｏｕｔｆｌｏｗ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沉水
植物

水质
参数

进水 出水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标准差

（ｎ＝ ２３）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标准差

（ｎ＝ ２３）

变动率 ／
％ Ｐ

　 轮叶黑藻组 水温 １９．０ ２９．３ ２４．８±２．８３ １９．３ ２９．４ ２５．３±３．１０ ２．０ ０．７０８
ｐＨ 值 ６．７ ７．５ ７．１±０．２８ ７．２ ７．８ ７．５±０．２８ ６．４ ０．０１５
ＤＯ ０．７ ７．９ ４．８±２．０ ２．８ １１．３ ７．４±２．５ ５５．９ ０．００１
Ｃｈｌ．ａ ３．２ ６３．７ ２８．４±２２．３ １５．１ １５０．７ ５６．４±４６．０ ８６．５ ０．０２８
ＴＮ ２．３ ６．４ ４．５±１．４ ０．１ ４．３ ２．２±１．５ －５２．１ ０．０００

ＮＯ－
３ ⁃Ｎ １．５ ４．０ ３．１±０．９ ０．２ ３．２ １．９±１．２ －３８．７ ０．０００

ＮＨ＋
４ ⁃Ｎ ０．５ ２．０ １．６±０．６ ０．０ ０．９ ０．２±０．２ －８７．５ ０．０００

ＰＯ３－
４ ⁃Ｐ ０．２ ０．６ ０．４±０．１ ０．０ ０．６ ０．１±０．０ －６６．９ ０．０００

苦草组 水温 １８．８ ２８．７ ２５．１±２．６４ １９．０ ２９．４ ２５．０±２．７６ ０．４ ０．７２９
ｐＨ 值 ６．７ ７．８ ７．２±０．３ ６．８ ８．７ ７．６±０．６４ ６．２ ０．０２７
ＤＯ ０．３ ８．０ ４．７±２．１ １．３ １６．７ ８．０±４．１ ７１．４ ０．００６
Ｃｈｌ．ａ ５．２ １０５．９ ４０．３±３１．１ ３７．５ １６０．６ ７６．８±３３．１ １０７．６ ０．００２
ＴＮ ２．３ ６．４ ４．５±１．４ ０．１ ４．４ ２．３±１．３ －４８．９ ０．０００

ＮＯ－
３ ⁃Ｎ １．５ ４．０ ３．１±０．９ ０ ３．４ １．７±１．２ －４５．１ ０．０００

ＮＨ＋
４ ⁃Ｎ ０．５ ２．０ １．６±０．６ ０．０ ０．９ ０．３±０．２ －８１．３ ０．０００

ＰＯ３－
４ ⁃Ｐ ０．２ ０．６ ０．４±０．１ ０．０ ０．３ ０．１±０．０ －６２．３ ０．０００

∗采样分析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３－７ 月，其中水温单位为℃，ｐＨ 值无单位，其他水质参数单位为 ｍｇ ／ Ｌ；Ｐ 值无单位．

２．３ 水体 Ｎ、Ｐ 的延程变化

沉水植物系统对水体中的 ＴＮ 去除效果显示（图 ２ａ），ＴＮ 浓度随水流沿程方向呈逐级降低的趋势． 统计

分析发现，轮叶黑藻组有植物单元 ＴＮ 的平均净化效率为 １４．８％ ，苦草组为 １２．３％ ，而 ２ 组无植物单元平均净

化效率不到 ３．７％ ，有植物单元处理水体 ＴＮ 效率极显著高于无植物单元（Ｐ＜０．０１），但轮叶黑藻组和苦草组

之间并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
沉水植物系统对水体中的 ＮＨ＋

４ ⁃Ｎ 去除效果显示（图 ２ｂ），随水流沿程方向 ＮＨ＋
４ ⁃Ｎ 浓度先迅速降低，后

稳定在 ０～０．５ ｍｇ ／ Ｌ 较低的波动范围内． 轮叶黑藻组有植物单元 ＮＨ＋
４ ⁃Ｎ 平均去除率为 ２７．４％ ，无植物单元平

均去除率为 ３１．４％ ；苦草组有植物单元 ＮＨ＋
４ ⁃Ｎ 平均去除率为 ２６．３％ ，无植物单元为 ３８．７％ ． 统计分析可知，２

组实验中 ＮＨ＋
４ ⁃Ｎ 去除效率在无植物单元显著高于有植物单元（Ｐ＜０．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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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期间，沉水植物系统 ＮＯ－
３ ⁃Ｎ 浓度随着水流沿程方向呈现先升高后逐渐降低的趋势（图 ２ｃ） ． 这可能

是因为在前几个单元内水体中硝化作用的增量高于被沉水植物直接吸收利用及反硝化过程去除量而引起

的 ＮＯ－
３ ⁃Ｎ 积累，当单元内 ＮＨ＋

４ ⁃Ｎ 浓度降低之后，ＮＯ－
３ ⁃Ｎ 浓度开始呈现降低的趋势． 轮叶黑藻组有植物单元

ＮＯ－
３ ⁃Ｎ 浓度平均去除率为 １２．１％ ，无植物单元平均去除率为 ２．４％ ；苦草组有植物单元 ＮＯ－

３ ⁃Ｎ 平均去除率为

１４．８％ ，无植物单元为 １． ３％ ． 统计分析可知，ＮＯ－
３ ⁃Ｎ 去除效率在有植物单元内极显著高于无植物单元

（Ｐ＜０．０１） ．
沉水植物系统对水体中的 ＰＯ３－

４ ⁃Ｐ 去除效果显示（图 ２ｄ），随水流沿程方向 ＮＨ＋
４ ⁃Ｎ 浓度呈现逐级降低的

趋势． 统计分析发现，当污水流经实验有植物单元内 ＰＯ３－
４ ⁃Ｐ 轮叶黑藻组平均去除率为 １３．３％ ，苦草组平均去

除率为 １５．７％ ，而在无植物单元 ＰＯ３－
４ ⁃Ｐ 平均去除率只有 ８％左右，极显著小于有植物单元（Ｐ＜０．０１） ．

图 ２ 轮叶黑藻组和苦草组各净水单元氮、磷浓度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 ｏｆ Ｈｙｄｒｉｌｌ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ａｎｄ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赵建成等：沉水植物水槽对农村水体净化效果与机制的模拟 １２７９　

２．４ 水体 ＤＯ 和 ｐＨ值的空间变化

实验初期 ２ 组沉水植物单元水体 ＤＯ 浓度均较低，随着实验的进行，ＤＯ 浓度逐渐升高． 整个实验期间，
轮叶黑藻组水体 ＤＯ 浓度变化范围分别为 １．４～８．９ ｍｇ ／ Ｌ，苦草组为 ０．６～１２．６ ｍｇ ／ Ｌ． 其中轮叶黑藻组有植物

单元和无植物单元 ＤＯ 浓度平均值分别为 ５．５ 和 ６．８ ｍｇ ／ Ｌ，苦草组分别为 ５．１ 和 ７．４ ｍｇ ／ Ｌ． 统计发现，沉水植

物有植物单元 ＤＯ 浓度显著小于无植物单元（Ｐ＜０．０５） ．实验前期各单元水槽中水体 ｐＨ 值无明显变化，均在

６．５～７．５ 之间，到实验中后期，ｐＨ 值逐渐升高（图 ３）．

图 ３ 轮叶黑藻组和苦草组各净水单元 ｐＨ 值和 ＤＯ 浓度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Ｈ ａｎｄ ＤＯ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 ｏｆ Ｈｙｄｒｉｌｌ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ａｎｄ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２．５ 硝化、反硝化细菌在系统中的分布特征

对比 ２ 组实验组的水体和底泥微生物含量分析，底泥表面硝化细菌和反硝化细菌总数均显著高于水体

（Ｐ＜０．０１）（表 ３），表明底泥表面为微生物生长提供了必要的营养与能量，是系统硝化与反硝化作用的主要

位点． 轮叶黑藻组和苦草组底泥表面的硝化细菌和反硝化细菌总数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

表 ３ 轮叶黑藻组和苦草组有无植物单元硝化与反硝化细菌总数 ｌｇ［ｎ（ＭＰＮ）］的差异性分析∗

Ｔａｂ．３ Ｔｈｅ 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ｌｇ［ｎ（ＭＰＮ）］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ｉｌｌ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ａｎｄ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ｎａｔａｎｓ

类型 区域
轮叶黑藻组 苦草组

有植物单元 无植物单元 有植物单元 无植物单元
Ｐ 值（ｎ＝ ６）

硝化细菌 水体 １．９９ ２．１９ １．９９ ２．１３ ０．７２
底泥 ４．０４ ４．２４ ３．６５ ４．０１ ０．０３

反硝化细菌 水体 ２．５９ ２．１２ １．９７ ２．０４ ０．７８
底泥 ５．０６ ４．４３ ５．５３ ５．３０ ０．０２

∗Ｐ＜０．０１ 表示极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表示显著差异．

　 　 对比 ２ 组实验组有无植物单元微生物含量分析，植物单元与无植物单元水体硝化细菌与反硝化细菌总

数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硝化细菌总数在无植物单元略大于植物单元． 而底泥中植物单元硝化细菌总数显

著小于无植物区域（Ｐ＜０．０３），反硝化细菌总数植物单元显著小于无植物单元（Ｐ＜０．０２） ．结果表明，在无植物

单元水体和底泥发生硝化作用较为显著，而在有植物单元内底泥发生反硝化作用较为显著，水体中的反硝



１２８０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６）

化强度也有所增强．
生物降解是系统中 Ｎ 去除的重要途径，硝化细菌是以 ＮＨ＋

４ ⁃Ｎ 为降解底物的微生物，ＮＨ＋
４ ⁃Ｎ 在硝化细菌

的作用下转变为 ＮＯ－
３ ⁃Ｎ，而 ＮＯ－

３ ⁃Ｎ 在反硝化细菌的作用下转变为 ＮＯ－
２ ⁃Ｎ，最后变为 Ｎ２或 ＮＯ２从水体中去

除［１６］ ．硝化细菌总数与 ＴＮ 浓度（Ｐ＜０．０１６）和 ＮＨ＋
４ ⁃Ｎ 浓度（Ｐ＜０．０２１）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与 ＮＯ－

３ ⁃Ｎ 浓度无显

著相关性（Ｐ＜０．０６７）；而反硝化细菌与 ＴＮ 浓度（Ｐ＜０．００１）和 ＮＯ－
３ ⁃Ｎ 浓度（Ｐ＜０．００１）均存在极显著正相关，

与 ＮＨ＋
４ ⁃Ｎ 浓度存在极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０２）．结果表明，Ｎ 的去除与微生物反硝化作用存在显著相关性，无

植物区硝化作用与有植物区的反硝化作用，对系统中 Ｎ 的彻底去除提供良好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有

植物单元和无植物单元串联设计的优越性．

３ 讨论

通过 ６ 个月的连续监测数据，分析实验水槽中 ＤＯ 浓度、ｐＨ 值、叶绿素 ａ 浓度、植物生物量、植物面积与

水质氮、磷去除负荷的关系，对找出水体营养盐去除机制，评价沉水植物在池塘水体中的生态修复作用及其

与无植物区域串联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
沉水植物生物量与水体中的 ＴＮ、ＮＯ－

３ ⁃Ｎ、ＮＨ＋
４ ⁃Ｎ、ＰＯ３－

４ ⁃Ｐ 去除负荷均存在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表明水

体中营养盐浓度的降低与沉水植物的吸收存在直接关系（表 ４），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可通过根系和茎叶直接

吸收水体中的氮、磷营养盐合成植物蛋白所需的有机氮和有机磷［１７］ ． 本实验条件下，轮叶黑藻组生物量显

著高于苦草组，表明轮叶黑藻体内能富集更多的 ＴＮ、ＰＯ３－
４ ⁃Ｐ，也许是导致轮叶黑藻组出水效率高于苦草的一

个重要原因［１８］ ． 另一方面，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可以通过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影响水体环境，从而调节了原

有的环境因子（ＤＯ、ｐＨ 值等），且水体中氮、磷去除受到水环境条件的影响［１９］ ． 水体中氮的去除机制主要有 ３
个方面，即硝化与反硝化、沉降吸附和生物吸收作用，其中硝化和反硝化作用最重要［２０］ ． 硝化细菌将 ＮＨ＋

４ ⁃Ｎ 在

有氧环境下转化为 ＮＯ－
３ ⁃Ｎ，反硝化细菌在缺氧环境下，利用有机碳源为电子供体，ＮＯ－

３ ⁃Ｎ 为电子接受者而还

原成 ＮＯ、ＮＯ２及 Ｎ２排出． ＤＯ 浓度与 ＴＮ、ＮＯ－
３ ⁃Ｎ、ＰＯ３－

４ ⁃Ｐ 去除负荷呈现负相关、与 ＮＨ＋
４ ⁃Ｎ 去除负荷呈正相关

（表 ４），表明当污水从上端位孔流经无植物区域时较高的 ＤＯ 和 ＮＨ＋
４浓度增加了水体的硝化强度，这可能是

表 ４ 沉水植物各环境影响因子之间的相关性

Ｔａｂ．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沉水
植物

参数 ｐＨ 值 ＤＯ 沉水植物
面积

Ｃｈｌ．ａ 生物量 ＴＮ ＮＯ－
３ ⁃Ｎ ＮＨ＋

４ ⁃Ｎ

黑藻组 ＤＯ ０．９６∗∗

沉水植物面积 －０．２７ －０．３８∗

Ｃｈｌ．ａ ０．３７ ０．５１ －０．５９
生物量 －０．３８ －０．４１ ０．８０∗ －０．１９

ＴＮ －０．２９ －０．４４ ０．７９∗ －０．４１ ０．６８∗

ＮＯ－
３ ⁃Ｎ －０．１８ －０．２７ ０．８５∗∗ －０．３３ ０．８９∗∗ ０．８９∗∗

ＮＨ＋
４ ⁃Ｎ ０．４１ ０．５０ －０．２７ －０．１８ ０．７７∗ ０．６６ ０．７９∗

ＰＯ３－
４ ⁃Ｐ ０．０６ ０．０１ ０．８３∗∗ －０．２８ ０．９１∗∗ ０．６２ ０．９０∗∗ ０．６７∗

苦草组 ＤＯ ０．９８∗∗

沉水植物面积 －０．０１ －０．４９∗

Ｃｈｌ．ａ ０．２９ ０．１４ ０．１０
生物量 －０．２１ －０．２２ ０．７５∗ －０．１９

ＴＮ －０．４９ －０．６４ ０．７７∗ －０．１９ ０．８４∗∗

ＮＯ－
３ ⁃Ｎ －０．１５ －０．０７ ０．６４∗ ０．０５ ０．６５∗ ０．７２∗

ＮＨ＋
４ ⁃Ｎ ０．４１ ０．３５ －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２８ ０．３８ －０．１０

ＰＯ３－
４ ⁃Ｐ －０．２６ －０．３７ ０．８６∗∗ －０．０６ ０．８１∗∗ ０．７８∗ ０．７３∗ ０．２７

∗∗表示在 ０．０１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０．０５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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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水槽 ＮＨ＋
４迅速减少的主要原因［２１］ ，而下端孔流经有植物区域内，充足的 ＮＯ－

３和相对缺氧的环境提供反

硝化的条件，从而增大水体中 ＴＮ、ＮＯ－
３ ⁃Ｎ 的去除．

轮叶黑藻组和苦草组植物分别设置高、中、低 ３ 个栽种覆盖度，结果显示，除 Ｈ２、Ｈ４ 区域沉水植物在生

长过程中因空间受限存在轻微的发黄以外，其他均迅速生长且很快高于原来设置的最大密度，从 ＤＯ、ｐＨ 值

和微生物含量看出，植物存在营造出有别于无植物单元的降解 Ｎ、Ｐ 过程环境． 沉水植物栽种面积是一个可

以调控改变水体中 Ｎ、Ｐ 浓度去除的影响因素［２２］ ． 分析沉水植物面积与水质参数的相关性可知，其与 ＴＮ、
ＮＯ－

３ ⁃Ｎ、ＰＯ３－
４ ⁃Ｐ 浓度呈显著正相关，与 ＮＨ＋

４ ⁃Ｎ 浓度呈负相关． 表明沉水植物生物量在一定范围内，沉水植物

面积的持续增加虽然可以显著降低水体中的 ＮＯ－
３ ⁃Ｎ、ＰＯ３－

４ ⁃Ｐ 浓度，但对 ＮＨ＋
４ ⁃Ｎ 的去除不明显，这对于处理

高 ＮＨ＋
４ ⁃Ｎ 浓度的农村生活废水不太适宜，且水体大面积的水生植物收割不合理很容易使得植物残体淤积于

池底，造成更多的污染物质甚至造成生物累积而引发毒害等问题［２３］ ． 本实验地处华南热带亚热带地区广

州，温度较高，植物生长迅速，实验中植物盖度为 ２５％的水槽生长情况和处理能力均比较理想，与 Ｒｅｅｄ［２５］ 建

议水生植物占水体全部面积的 ２５％ ～３５％基本一致．

４ 结论

１）２ 种沉水植物在本实验污水浓度和植物密度下，均可旺盛生长，通过收割轮叶黑藻可带走水体中的氮

为 １．６～３．３ ｇ ／ ｍ２，磷为 ０．２７～０．５７ ｇ ／ ｍ２；苦草带走的氮为 ０．３～０．５ ｇ ／ ｍ２，磷为 ０．０８～０．１２ ｇ ／ ｍ２ ． 轮叶黑藻和苦

草适种植密度分别为 ２０ 和 ４０ ｇ ／ ｍ２ ．
２）轮叶黑藻组 ＴＮ、ＮＯ－

３ ⁃Ｎ、ＮＨ＋
４ ⁃Ｎ 和 ＰＯ３－

４ ⁃Ｐ 平均去除率分别达到 ５２．１％ 、３８．７％ 、８７．５％ 和 ６６．９％ ，苦草

组平均去除率分别为 ４８．９％ 、４５．１％ 、８１．３％和 ６２．３％ ．
３）有植物单元对 ＮＯ－

３ ⁃Ｎ 的去除率高于无植物单元，对 ＮＨ＋
４ ⁃Ｎ 去除率低于无植物区，表明适当的无植物

水域可促进 ＮＨ＋
４ ⁃Ｎ 的硝化作用，且有无植物单元串联更有利于水体中氮的去除．

５ 参考文献

［ １ ］　 Ｓｕｎ Ｑｉｎｇｙｅ， Ｍａ Ｘｉｕｌｉｎｇ， Ｙａｎｇ Ｇｕｉｄｅ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ｐｏｎｄ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Ｃｈａｏｈｕ
Ｌａｋ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 ３１（７）： １１０⁃１５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 １０．１３２２７ ／ ｊ．ｈｊｋｘ．２０１０．
０７．０１５．［孙庆业， 马秀玲， 阳贵德等．巢湖周围池塘氮、磷和有机质研究．环境科学， ２０１０， ３１（７）： １５１０⁃１５１５．］

［ ２ ］ 　 Ｈｏｕｇｈ ＲＡ， Ｆｏｒｎｗａｌｌ ＭＤ， Ｎｅｇｅｌｅ ＢＪ ｅｔ 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ｉｎ ｏｆ ｌａｋ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ｒｏｏｔ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１９８９， １７３（３）： １９９⁃２１７．

［ ３ ］ 　 Ｇａｏ Ｙｕｎｎｉ， Ｌｉｕ Ｂｉｙｕｎ，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Ａｌｌｅｌｏｐａｔｈ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ｂｙ 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ｓｐｉｒａｌｉｓ ｏｎ Ｍｉ⁃
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１， ２３（５）： ７６１⁃７６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 １０．１８３０７ ／ ２０１１．０５１４．
［高云霓， 刘碧云， 王静等． 苦草（Ｖａｌｌｉｓｎｅｒｉａ ｓｐｉｒａｌｉｓ）释放的酚酸类物质对铜绿微囊藻（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的化

感作用．湖泊科学， ２０１１， ２３（５）： ７６１⁃７６６．］
［ ４ ］ 　 Ｍｅｌｚｅｒ Ａ．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ａｓ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ｌａｋ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１９９９， ３９５ ／ ３９６： １８１⁃１９０．
［ ５ ］ 　 Ｗａｎｇ Ｌｉｑｉｎｇ， Ｌｉ Ｙ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Ｒｕｉｌｅｉ． Ｔｈｅ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ｋｅ Ｄｉａｎｓｈ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ｓｉｘ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ｍａｃｒｏ⁃

ｐｈｙ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２７（３）： １１３４⁃１１３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王丽

卿， 李燕， 张瑞雷． ６ 种沉水植物系统对淀山湖水质净化效果的研究．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０８， ２７ （ ３）：
１１３４⁃１１３９．］

［ ６ ］ 　 Ｌｅｉ Ｚｅｘｉａｎｇ， Ｘｉｅ ＹＦ， Ｌｉｕ ＺＷ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６， ３４（３）： ５５３⁃５５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雷泽湘， 谢贻发， 刘正文等．
大型水生植物对富营养化湖水净化效果的试验研究．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０６， ３４（３）： ５５３⁃５５４．］

［ ７ ］ 　 Ｗｕ Ｊｕａｎ， Ｗｕ Ｚｈｅｎｂｉｎ， Ｃｈｅｎｇ Ｓｈｕｉｐ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Ｈｙｄｒｉｌｌａ ｖｅｒｔｉｃｉｌｌａｔａ 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ｖ⁃
ａｌ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ｃｔａ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９， ３３（４）： ５８９⁃５９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 １０．３７２４ ／
ＳＰ．Ｊ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４０５８９．［吴娟， 吴振斌， 成水平． 轮叶黑藻对水体和沉积物理化性质的改善和营养元素的去除作用．
水生生物学报， ２００９， ３３（４）： ５８９⁃５９５．］

［ ８ ］ 　 Ｊｕｋｋａ Ｈ， Ｌｅｅｎａ 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ｏ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Ｌａｋｅ
Ｈｉｉｄｅｎｖｅｓｉ（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Ｆｉｎｌ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 ３７： ４４６８⁃４４７４．



１２８２　 Ｊ． Ｌａｋｅ Ｓｃｉ．（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６）

［ ９ ］　 Ｗｕ Ｚｈｅｎｂｉｎ， Ｑｉｕ Ｄｏｎｇｒｕ， Ｈｅ Ｆ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 ｅｕｔｒｏｐｈ⁃
ｉｃ ｌａｋ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ａｎ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 １４（８）： １３５１⁃１３５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２８７ ／ ｊ．１００１⁃９３３２．２００３．０３０１．［吴振斌， 邱东茹， 贺锋等． 沉水植物重建对富营养水体氮磷营养水平的影响． 应用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３， １４（８）： １３５１⁃１３５３．］
［１０］ 　 Ｗａｎｇ Ｗｅｉｈｏｎｇ， Ｊｉ Ｍ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 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Ｂｉｎｈａｉ ｎｅｗ ａｒｅａ，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７， ２６（６）： ２２９２⁃２２９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王卫红， 季民． 滨海再生水河道中沉水植物的恢复对水质的改善．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０７， ２６
（６）： ２２９２⁃２２９８．］

［１１］ 　 Ｑｉｎ Ｂｏｑｉａ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ｌａｋ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７， ２７（１１）： ４８４８⁃４８５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秦伯强． 湖泊生态恢复的基本原理与实现． 生态学报， ２００７， ２７ （ １１）：
４８４８⁃４８５８．］

［１２］ 　 Ｗｉｅｎβｅｒ Ａ， Ｋａｐｐｅｌｍｅｙｅｒ Ｕ， Ｋｕｓｃｈｋ Ｐ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ｏｘ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ａ ｌａ⁃
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ｓｃａｌ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５， ３９： ２４８⁃２５６．

［１３］ 　 Ｓｔａ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Ｂｅｉ⁃
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８８⁃２８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第 ４ 版） ．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８８⁃２８５．］
［１４］ 　 Ｗｕ Ｊｉａｎｚｈｉ， Ｇｅ Ｙ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ｕｅ． ＵＶ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 ｐｈｏｔｏ ｍｅｔｒｉｃ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 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ｉｎ ｐｌａ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Ｋ２Ｓ２Ｏ８ ｏｘｉ⁃

ｄａｔｉ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００， ３６（４）： １６６⁃１６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吴建之， 葛滢，
王晓月． 过硫酸钾氧化吸光光度法测定植物总氮．理化检验： 化学分册， ２０００， ３６（４）： １６６⁃１６７．］

［１５］ 　 Ｘｕ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 Ｚｈｅｎｇ Ｈｏｎｇｙｕａｎ ｅｄ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光辉， 郑洪元． 农业微生物学实验技术． 北京： 农业出版社， １９８６．］

［１６］ 　 Ｓｕｎｄｂｅｒｇ Ｃ， Ｔｏｎｄｅｒｓｋｉ Ｋ， Ｌｉｎｄｇｒｅｎ Ｐ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ａ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ｌａｎｄｆｉｌｌ ｌｅａｃｈａｔｅｓ．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
５６： １５９⁃１６６．

［１７］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ＳＢ， Ｔｅａｌ ＪＭ．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ｄ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９９６， ６（２）： １３７⁃１４８．

［１８］ 　 Ｘｉｅ Ｙｉｆａ， Ｈｕ Ｙａｏｈｕｉ， Ｌｉｕ Ｚｈｅｎｇｗｅｎ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Ａｃｔａ Ｓｃｉｅｎ⁃
ｔｉａ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ｅ， ２７（１）： １８⁃２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谢贻发， 胡耀辉， 刘正文等． 沉积物再悬浮对

沉水植物生长的影响研究． 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０７， ２７（１）： １８⁃２２．］
［１９］ 　 Ｈｕ Ｌｉａｎ， 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ｙａｎ， Ｓｈｅｎ Ｚｈｅｎｆｅｎｇ． Ｉｎ ｓｉｔｕ ｅｎｃｌｏｓｕｒ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Ｙｕｎｌｏｎｇｈ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８， ２９（２）： １７⁃２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ＤＯＩ： １０．１５９２８ ／
ｊ．１６７４⁃３０７５．２００８．０６．００３．［胡莲， 万成炎， 沈振锋． 云龙湖水库沉水植物净化水质的原位围隔试验． 水生态学杂志，
２００８， ２９（２）： １７⁃２１．］

［２０］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ＤＬ， Ｋａｌｆｆ Ｊ．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ｌ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ｓ．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 ２００１， ４４３： ２０５⁃２１２．
［２１］ 　 Ｐｅｄｅｒ ＧＥ， Ｗｅｉｓｎｅｒ ＳＥＢ．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ｓ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ｏｎ 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ｒｉｃｈ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９９９， ４４（８）： １９９３⁃１９９９．
［２２］ 　 Ｄａｉ ＹＲ， Ｊｉａ ＣＲ， Ｌｉａｎｇ Ｗ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 Ｃｅｒａｔｏｐｈｙｌｌｕｍ ｄｅｍｅｒｓｕｍ Ｌ． 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ｅｕ⁃

ｔｒｏｐｈｉｃ ｗａｔｅｒ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 ４０： １１３⁃１１６．
［２３］ 　 Ｚｈｕ Ｑｉｎｇｓｈｕｎ． Ｏ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ｄａｎｇ Ｈｕ Ｌａｋ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８８， １３（１）： ２４⁃３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朱清顺． 长荡湖水生植被动态及其渔业

效应． 水产学报， １９８８， １３（１）： ２４⁃３５．］
［２４］ 　 Ｃｈｅｎ Ｑｉｃｈｕｎ， Ｌｉ Ｚｈｅｎｇｋｕｉ， Ｗａｎｇ Ｙｉｃｈａｏ ｅｔ 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ｍａｃｒｏｐｈｙｔｅｓ ｂｅｄ⁃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ｎ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３３（１）： ８３⁃８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２２７ ／ ｊ．ｈｊｋｘ．２０１２．０１．０２７．［陈祈春， 李正魁， 王易超等． 沉水植物床⁃固定化微生物技术在水源地修复中的应用研

究． 环境科学， ２０１２， ３３（１）： ８３⁃８７．］
［２５］ 　 Ｒｅｅｄ ＳＣ， Ｂｒｏｗｎ Ｄ．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ｌｏｗ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５， ６７：

２４４⁃２４８．


